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鄰舍?誰是我的

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，說：「老師！我該做甚麼才可以承受

永生？」耶穌對他說：「律法上寫的是甚麼？你是怎樣念的呢？」

他回答說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、盡意愛主— 你的神，又

要愛鄰如己。」

耶穌對他說：「你回答得正確，你這樣做就會得永生。」

那人要證明自己有理，就對耶穌說：「誰是我的鄰舍呢？」

⋯⋯

他說：「是憐憫他的。」

耶穌對他說：「你去，照樣做吧！」

路十25-37（和修版）

根據香港入境事務處的數據，截至2021年12月，居港的外籍家庭傭工達339,451人，

其中四成來自印尼，人數接近14萬。1

這群傭工99%以上為女性，由青春少艾到祖母級（印尼人傾向早婚，不少祖母其實

只是香港的「中女」級數）都有，普遍具中、小學學歷。她們主要來自印尼東爪哇和

中爪哇的鄉村地區，也就是印尼這個全球最多穆斯林人口國家的伊斯蘭區。故此，

她們與其家人、朋友和「鄰舍」，基本上都是穆斯林。她們畢生可能從未認識一位基

督徒，亦未見過一間教會，未接觸過聖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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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者和印尼姐姐打成一片。

印尼姐姐在假期時悉心打扮，

穿上民族服飾。

印尼姐姐在假期時悉心打扮，

一天，她們別過了家人，進入了家傭訓練中心，學習新的語言和家務技巧。幾個月後，

與未來僱主透過視像會面，不久後便來到香港這個大都會，進入一個（或是一群）陌

生人的家中住宿和工作。對她們來說，一切似乎是充滿新鮮感，但同時也令她們感

到驚懼。她們的「鄰舍」頃刻變成她們的僱主、僱主的家人、僱主的鄰舍。

摩西律法中的「鄰舍」就是同族人與兄弟（套用現代觀念，即是自己人），是不可陷害、

不可貪戀所有、不可欺壓、不可心裡懷怨、不可虧負、不可賺盡的對象。

耶穌在路加福音十25-37中的回應，再一次超出律法師和以色列人的想像。「鄰舍」—

竟然可以是我們「輕視」、甚至「敵視」的群體。2 對你來說，「鄰舍」會否是來自比

香港貧窮的民族？比你低下的階層？抑或兩者皆是？譬如印尼家傭？

香港約有30萬名經常出席教會崇拜的基督徒， 3當中若有一半人願意視印尼姐姐為「鄰

舍」，全港的印尼姐姐都已經可以被基督徒接觸、關心，甚至感受到基督的愛。若每

位信徒都願意興起來，以「二領一」，相信定必有更多穆斯林姐姐歸向真光。

邀請你！由今天開始，留意你身邊、屋苑內、社區中、親人的家中，有否你的「鄰舍」？

你又是否願意成為她的好「鄰舍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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